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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M SG 配合L H 促使小鼠超数排卵试验

钱菊汾

(西名农业大 学兽医系)

摘 要

用四组不同剂量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(PM S G )与促黄体素(LH )配合
,

对瑞士小鼠作超 数

排卵效果的比较表明
,

4
。

5 IU PMS G分别与4
。

5或 6 IU LH 配合
,

是促使瑞士小鼠超数排卵 的

适宜剂量
,

其超排的排卵率分别为2 9 , 7土 1 1
·

7和故
, 6 士 2。

·

01
,

显著高于 (P < 。
.
0 1) 对照组的自

然排卵 (8
.

8 土1
。

84 )
。

超排胚胎的活力用体外培养法证明是可靠的
。

但这两种超排方法不能应用

于 LA CA 小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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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进行家畜胚胎移植及其延伸技术
,

如胚胎冷冻
、

培养
、

切割及体外受精等方面的研

究
,

往往先用实验动物
,

尤其用小鼠进行试验
,

然后再应用于家畜
,

能否获得大量可用 的胚

胎是胚胎移植业中取得效益的关键环节
,

故超排处理的效果非常重要
。

对小鼠的超排处理
,

目前国内外多用PM S G 配合H C G
,

各 5 IU 〔‘一 3 ’犷 用PM S G 配合L H 则 未见报道
。

B r in st o r

e t al 〔‘1虽曾用PM SG + LH 各 2 IU 处理过小鼠8但其目的是促排
,

不是促超排
。

本试验旨在

确定PM S G + LH 对瑞士小鼠促超排的有效剂量
,

比较对不同品系小 鼠的超排效果
。

l 材料和方法
-

一
’

1
.

1 试验动物与分组

33 只健康的性成熟雌性瑞士小鼠
,

体重22 ‘32 9
。

按不同剂量的PM S G 十 LH
,

分为四组
。

第一组
:
PM S G 2 IU

,
L H 4

.

S IU
, 5 只 ; 第二组

;
PM S G 4

.

S IU
,

L H 4
.

S IU
, 9 只 ;

第三组
: PM SG 7 I U

,
L H 4

.

5 IU
,

5只 ; 第四组
:

PM S G 4. 5 工U
,

LH 6 I仓
,

5只
。

第五

组
:

未加激素处理
,

作为对赚组
, 9 只

。

另用 8 只雌性L A C A小 鼠
,

体重24 一 31 克
,

按上述

第二 组 ( 6 只) 和第四组 ( 3 只) 的剂量分别处理
,

与瑞士小鼠作比较
。

1
,

2 试剂

P M SG (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
,

兽用
,

批号82 一 2 , 8 3一 1 7) , L H (武汉生 化 制

药厂生产
,

兽用
,

批号 8 0 0 10 5 , 5 6 0 2 0 2 )
。

1
.

3 超排处理与胚胎 回收

PM sG 与L H 均用生理盐水溶解
,

临用时配制
。

每次于下午 4 时给小鼠背部皮下注 射 一

次 PM S G 所 需 剂量
, 4 8小时后

,

再背 部皮下注射L H所需剂量
。

注射完毕
,

立即放入同品系

1986年 6 月17 日收 到原稿
,

1987年 10月16 日收到修改稿
。

本课题为王建辰 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竺家畜胚胎秽植的研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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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鼠(30 ~ 36 9)
,

每罐公
、

母各一
,

翌晨观察阴道栓
。

见栓后第二天或第三天
,

回收输卵 管

胚胎
,

镜检
。

根据形态观察
,

分别记录正常发育的胚胎数和不正常卵数 (后者包括单细胞
、

停止发育的胚胎
、

碎裂卵和空透明带 )
。

.

4 体外培养

用有效剂量超排的2 一

细胞胚 1 38 枚
,

进行体外培养鉴定超排胚胎的活力
。

培养液和培养方法参考陈秀兰 [ “’方法
。

其培养液为改 良的W hi ff e n
液

,

p H 7
.

2
。

胚胎放

入盛有。
.

4毫升培养液的小试管内
,

通入含有 5 % C 0
2 , 5 % 0

2

和 9。% 叮
。

的棍合气体
,

密封

置37 ℃隔水式恒温箱内
,

连续培养三天后镜检
。

分别记载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数 (包括停止

发育或退化的胚胎数)
。

结果和讨论

不同剂量的超排效果 (表 1 )

表 I PM S G 十 LH 对瑞士小鼠的超排效果

组 PMS G L H 小

盆
别 (IU ) (IU ) 数

一 2 4
.

5
·

5

回收胚

胎 总数

平均回收

胚胎数

正常发育

胚胎多

不正 常

卵多

相 当于衬照

组倍数

1 1
,

4 土1
,

5 9 4
.

7

29
.

7土11
.

7二 9 0
.

3

25
.

2 土12
.

5 ,

24
.

6

32
.

6 土20
.

0 1 . 份 97
.

7

8
.

8 士1
.

64 1 00

7 5
.

4

2
.

3

57川12617579

4
.

5

7

二�一一

四 4
.

5 6

五 (叶照 ) 一

从表 1 知 ; 第一组与对照组相比
,

平均回收胚胎数差别不大 ( P> 。
.

0 5)
,

看 来
, 2 IU

PM SG 与4
.

5 I U L H 配合
,

只能诱发排卵
,

而无超排效果
,

这与B r ill s t o r 〔4 〕
的报道类 似

。

第

三组的平均回收胚胎数
,

大对照组的3
,

1倍
,

两组间有显著差异 ( P< 。
.

0 5 ) 但回 收的 75
,

4 %

为不正常卵
,

可能PM S G 为 7 I u 时
,

影响了卵子的质量
。

因而第三组 的 剂 量 不 适于 作 超

排处理
。

第二组和第四组的平均回收胚胎数
,

分别为对照组的3
.

4和3
.

7倍
,

它们与对照 组间

差异均极显著 ( P< 0
.

01 )
,

且回收胚 胎的90 % 以上都发 育正 常 , 因而
, 4

.

S IU PM S G 与

4
.

5或 6 IU L H 相配合
,

是促使瑞士小鼠超数排卵的适宜剂量
,

它们 与P M S G + H C G 各5 工U

的配合剂量相近似
。 ‘

1 9 87年
,

又用PM S G + L H 各 5 IU对20 只青年母鼠作超排处理
,

预 期取

得了每只 鼠平均回收3 1
,

8个 ( 8 0 %为正常) 胚胎的良好超排效果
。

这就进一步证明用PM SG

配合L H 对瑞士小鼠作超排处理是可行的
,

L H 适宜剂量在4
.

5 I U 至 6 IU 之间
。

2
.

2 超排 2
一

细胞胚的体外培养效果

用适宜剂量的PM S G + L H 对瑞士小 鼠作超排处理
,

将回收的正常2
一

细胞胚 13 8 枚通 过

体外培养
,

观察其活力 (结果见表 2 )
。

由表 2 可见
,

发育到桑堪胚 38 个
,

囊胚 57 个
,

总发

育率达 68
.

8% (9 5 /] 3 8)
,

更进一步证明超排处理获得的胚胎
,

其质量是可靠的
。

故4
.

5 IU

PM s G 配合4
.

5或 6 IU LH 适用于瑞士小鼠的超排处理
,

可在实际中应用
。

2. 3 不同品系小鼠超排效果的比较

用4
.

5 I U FM SG 与4
,

5 IU或 6 IU LH 两种配方
,

分别处理瑞士和 I
J

A C A 小鼠
。

前一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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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超排 2
一

细胞胚的体外培养结果

培 养 前

2 细胞胚数

培 养 后 的 胚

不正常肛 桑桩胚

发 育

桑格胚

率 形

*
。 r
Z )

菜
少比

血 清 组

白蛋 白组

1 1 0

2 8

3 6

胎 数

索砂)

3 8

16

67
.

2

7 5

3 4
.

5

67
.

9

汽O网JCj八OJ�,

合 计 1 3 8 3 8 5 7 68
.

8州 (95 / 138 )

注 : 1 ) 按培养液中补加成分不 同而 分组 ; 2 ) 包括早期袭胚和扩张胚 泡
.

方处理L A C A小鼠回收的肛胎效极 娜著 (P < 0
.

o D 低于瑞士小 甲
; 后 一 配方处理

,

结 果类

似 (见表 3 )
。

表 , 表明品系不同
,

促使超排的适宜剂量也不同
。

本试验证实了H s u [ ‘’的观点
,

亦与孙海源等
「6 ’
家兔超排犷验结果相似

。

故针瑞士小印超排经理的适宜刽景
,

不 能 盲 目应

用于L 八CA 小鼠以超排
,

必须重折饰定其蕊效刘员
。

因 刃不同品事钧劝物
,

对同一种令素同

一剂量吮J敏盛性是有差异的

衰 3 不同品系小鼠超排效果的比较
. 口吧 . . 曰 . . t ‘ . 万目 , . . , 口白 . ‘ , 刁口. . . . . ,

.
目. 翻. 甲, . . 仙巴 ‘ 翎 口 ‘合月叨 . . 冲, ,阴 . 班目. 口 ‘口洲 , ; ‘. .

~
二 ‘曰 . . 月 ‘月‘ 、州

品系
,

J
,

鼠数
PM S G

(I U )

LH

(IU )

回 收胚

胎 总毅

每只 鼠平均回 收

胚 胎 鼠

瑞 士

L A CA

4
.

5

4
.

5

4
.

5

4
.

5

267

5 6

29
,

7 士1 1
.

7
“

1 1
.

2士3
.

ll b

、
一

‘

气

l

瑞 士 5 4
.

5 6 1 6 3 3 2
.

6 士20
.

01

L AC A 3 4
.

5 6 3 6 12
.

0士 3
.

4 6

注 : a : b (P< 0
.

0 1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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